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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叙事文学中，背景为人物行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由空间背景、时间背景和社

会背景共同构成。文章尝试从若干角度探讨《圣经》叙事的空间背景，论及它的形成、它与旅行的关系及其若干

叙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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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文学中。背景为人物行为和矛盾冲突提供

了必不可少的场合或处境。戏剧观众很容易理解背景

的重要性，因为从来不存在没有背景的表演。一些舞台

上设有精心安排的装置和布景．另一些很少置景。甚至

只显示空荡荡的舞台。但无论何种情形．背景都是毋庸

置疑的客观存在。中国古典戏曲讲究“以唱置景、景随

人迁”。即以演员的台词代替布景。这时观众虽然看不

到实景，仍能从唱词中想像出特定剧情的背景。

鉴于上述事实，大卫-罗斯(David Rhoads)对叙事

文学和戏剧进行比较后说：“背景对于故事的重要性

不亚于舞台设置对于戏剧演出的重要性。”啦论及背
景与叙事文学中其他要素的关系时。坡威尔(Mark A．

Powell)讲过一个颇为贴切的比喻．他把故事中的基

本成分对应于句子结构中的语法要素。称人物相当于

名词，通常是行为的主体或接受者；情节相当于动词，

用以表述人物的行为：人物的性格特征可比拟为形容

词，用以描述行动中的人物；相对于它们，背景就是文

学结构中的副词，用以表现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

方式。⑦

阿布拉姆斯(M．H．Ab舢s)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将
背景分成三类．分别与空间、时间和社会状况相关联．③

本文据其分类，试从若干角度探讨《圣经》叙事的空间

背景，论及它的形成、它与旅行的关系及其叙述特征。

一、空间背景的形成

《圣经》中的多数事件都发生在精心构筑的时空

框架里。且不说从族长迁徙到使徒传道时期的历史纪

事各有既定的时空，即使《创世记》开头的神话文本也

留下种种时空线索。亚当夏娃活动于“东方的伊甸园”，

该隐杀弟后被罚去“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居住。大洪

水过后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众人在“示拿

地的一片平原”建造巴别塔。④

然而在《圣经》叙事中，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却不

尽相同。时间领域同时存在着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

二者的不同关系构成叙述中的顺时或错时现象。以及

多种多样的叙述节奏和叙述频率。但空间领域只存在

故事空间而无所谓文本空间。因为故事的内在空间勿

需借助外在空间就能实现。这一特征显然区别于绘画、

摄影、雕塑、建筑和戏剧表演．因为绘画、摄影必须依

赖外在的平面空间才能展示，雕塑、建筑和戏剧表演

更须依赖立体空间才能表现。易言之，故事本身需要

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延续．但叙事者讲故事只需要

时间而不需要空间。

《圣经》叙事性作品为读者展示出一个极其广阔

的地理空间，其中的多种事件经常与真实地名相联

系。读者常能看到城镇、殿堂、房舍、牧场、旷野、河流、

小溪、水井、山丘、树林⋯⋯的名称。它们在古代或许

确有其地．其中一些已经被近现代考古学者所证实。

这类真实地名为《圣经》的叙事空间赋予浓重的信史

意味。叙事学者固然关注空间的历史性，与历史学家

和考古学者的兴趣却迥然不同。他们无意于探讨那些

地名的真实性或历史意义。而习惯于将其视为人物活

动的场所和事件展开的环境，热衷于思考它们在叙事

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对于实现文本意义所负载的使命。

在他们看来．无论真实地点还是虚构地点。大环境还

是小处所．都是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物在其

中存在着、行动着，从一处转向另一处，其性格留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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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的烙印，同时也对环境施加某些影响。

在多数情况下《圣经》叙事者会把读者带到事件

发生的地点，向他们直接陈述或显示那里的情状。但

有时也会“兼及两地”。在正面叙述某一空间之际，让

一个信使或其他角色告知另一地的状况．以拓展其叙

事的领域。此类典范的戏剧技巧在经文中多次出现。有

力地强化了所述事件的戏剧性。约伯遭受第一轮灾难

时四个信使相继上场．传来发生在四个地点的凶信。①

平定押沙龙叛乱的决战打响后．大卫在玛哈念的城瓮

里坐卧不安，听到亚希玛斯和古示人相继传来前方的

消息。⑦正是这些信息，使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包括

读者)了解到“此刻”正发生在异地的情景，从而扩张

了叙事的空间。

偶尔。叙事者对异地场景的讲述也会借助“异象”

实现，如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遭巨光照射失明后，

门徒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听到耶稣的声音．得知犹大家

里有一个名叫扫罗的人。正在等待他前去救治。‘魄种
“兼及两地”的描写能把两个恰成对照的场景联贯起

来，借助当事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从较深层面揭示

其独到的心理和个性。如亚拿尼亚欣然接受耶稣的指

引，去犹大家为往日的仇敌扫罗按手。表现出基督徒

对神意言听计从的诚信德行。

在另一种情况下。“兼及两地”勿须借助作品人物

之言，而由叙事者的讲述直接实现，一个生动例子见

于《约伯记》的开端和高潮：在开端部分，叙事者先写

天界的密谋．又写地上的灾难．再写天界的密谋，复写

地上的灾难；高潮到来时，先写亚卫从天界发出质问，

又写约伯在地上做出答复．再写亚卫从天界质问，复

写约伯在地上答复——如此一再转换于天界与人世

之间，将天与地、神与人汇合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古希

腊戏剧人物(如普罗米修斯和宙斯)往往蕴有巨大的空

间含量。‘骥奇异功能和非凡事迹涉及天上、地面和深
渊亦即宇宙三界，使观众在目睹眼前的实景之际很容

易“想见”一个浩瀚无比的宇宙空间。然而，“想见”终究

有别于“直观”，《约伯记》则正面描述了神人对话的宏

伟场面，使人得以直接面对一个奇妙的艺术空间。

二、空间背景与旅行

世界文学史上有一类“旅行文学”，叙事框架是作

品人物的游历行程．主人公始终处在接连不断的旅行

或迁徙过程中。该过程既是情节发展内在的线索，也

展示出事件依存的外部空间。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这

类作品的最古范例之一．主线是希腊英雄俄底修斯于

特洛伊战后返乡途中在海上10年漂泊的经历。但丁的

《神曲》、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也以旅行文学的构

架写成。

《圣经》叙事的空间环境经常借助人物的运动构

成。处于运动中的人物能使读者明确感受到空间的存

在，如叙事者述及大卫王在城瓮里等待战场上的消息

时，先说“守望的人登上城门楼顶举目观看，见有一个

人独自跑来”，又说“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再说“他的

跑法好像撒督的儿子亚希玛斯的跑法一样”．最后称

亚希玛斯来到大卫王面前，向他伏地叩拜(L犹如
一个电影镜头从远景、中景、近景到特写的连续转换，

使人对转换过程中的外部空间尽收眼底。其实，即使

在那些似乎静止不动的场景中，也存在着叙事者目光

的运动。比如伊甸园故事先写园子概貌，再来到“分别

善恶树”跟前．又回到树林之中，最后及于园子外部。

可以说，人物的运动和叙述视点的运动是《圣经》展示

空间场景的两种基本手段。

由小及大，《圣经》叙事者不但擅长表现具体场景

中的运动。也善于描写各式各样的旅行。两类信息——

人物的活动和地名资料——在旅行故事中必不可少。

在一段特定文本中这二者往往交相浑融。使读者看到

某人离开某地踏上了旅途，随后行经某地或若干地点，

最后又抵达某地。在许多情况下人物的旅行是由叙事

者而非守望人或其他角色讲述的。正是从叙事者的讲

述中，读者得知了亚伯拉罕的行程，看到他如何从迦

勒底的吾珥迁到迦南，在迦南各地徙居。从迦南前往

埃及，又从埃及回到迦南。就这样，一个广阔的叙述空

间在读者面前呈现出来。

如果说上述运动都发生于以色列人立国之前，那

时他们尚处于居无定所的流离漂泊阶段。则以色列人

定居迦南、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也经常处在运动状

态之中。从《圣经》中很容易看到，当事人不但奔波于

国内各地。也时常前往异国他乡。据白云晓考证，仅扫

罗秉政期间大卫就逃亡14次，相继去过拉玛、挪伯、迦

特等地；此外，他称王前后还多次领兵赴各地征伐。⑥

一般说来，旅行只是当事人生平行为的记录．其间的地

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方位标识，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物

的运动历程也能成为情节的焦点和结构的主干。这便

是追捕或追击故事的特征。扫罗追捕大卫的著名故事

绵延8章，⑦此间扫罗闻风而动，穷追不舍：大卫则落荒

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基甸追击西巴和撒慕拿、哟押
和亚比筛追击示巴⑨的经历也构成叙述的主体。

福音书叙事者对情节进展中的空间方位也有精

采描述，且以《路加福音》卷首的“平安夜”①为例：第一

①《约伯记》l：13一19。(参《撒母耳记下>18：28—32。(爹《使徒行传》9：lo，ll。(多参见谢．伊．拉齐克：《古希腊戏剧史>，俞久洪
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9《撒母耳记下》18：24—28。⑥自云晓：《圣经人名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9—53页。⑦《撒母耳记上》19-26章。(多《士师记》8：4-2l。⑨《撒母耳记下》20：lo_22。⑩《路加福音》2：l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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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约瑟和马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

恒报名上册，显示出故事序幕的地理背景；第二阶段，

两条线索平行发展。马利亚在伯利恒客店的马棚里生

下婴儿耶稣．牧羊人在伯利恒郊外听到“大喜的信息”；

第三阶段．两条线索合为一体，牧羊人从郊外前往客

店的马棚。朝拜刚刚降生的圣婴。值得指出的是，叙事

者不但描写了地面的水平空间，还建构出一种天地一

体的立体空间：天使由天而降，与天兵同唱赞美诗，继

而离开牧羊人升天而去。他们的垂直行迹和约瑟、马

利亚及牧羊人的平面行迹交相重叠，共同构成故事中

的三维空间。

三、空间背景的叙述特征

(一)《圣经》叙事的空间背景多用极其简略的语句

写成

《圣经》作者对空间的描写惜墨如金，几近无以复

加的程度。从其笔下不仅绝难看到巴尔扎克或左拉作

品中那种铺张繁缛的环境描绘，而且很难发现哪怕只

有几行的专门描述。其叙事者确实经常提到各种地

名，包括城邦、乡镇、河流、山脉、原野、沙丘、林地和田

园的名称，也包括城镇或乡村中某些处所的名称，但

通常只是提到而已，而非将其作为陈述对象特意刻画。

一般说来。地点仅仅是事件发生的场所或旅行的起点

及终点，而不指向某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读者很

难追随雅各的脚步观赏从别是巴去哈兰的沿途景观．

也无从了解耶路撒冷的街道布局和房屋样式。除了各

种地名和“山上”、“湖边”、“殿里”一类方位词，读者几

乎看不到与情节无关的空间资料。举凡空间对象的质

地、音响、气味、温度⋯⋯之类，通常都留给了读者的

想像。

这种简洁笔法导致《圣经》叙事文本中时常出现

大幅度的“空间省略”。叙事者提到某个地名．它是当

事人旅行的出发点；紧接着述及另一个地名，它已是

旅行的目的地——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各种空间

转换都被一笔勾销。比如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从迦南动

身去美索不达米亚为以撒觅妻，“取了十匹骆驼。并带

些他主人各种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

鹤的城”，嗨像前脚刚刚出发，后脚就抵达了目的地。
与全然抽象、无法直接感受的时间相比．空间是

具体的。能够被人的感官所体验。这一特点导致在文

学作品中空间往往比时间更易于表现，只要叙事者略

加勾画，其形状或场景就能呈现出来。然而在《圣经》

中空间方位只作为背景和情节线索的依托而存在，它

们不但被压缩到最少数量，而且几乎不显示外在表征。

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叙事文学中空间与时间的紧张关

系。文学是时间艺术．它的叙述活动必须在时间中进

行。它固然能借助语词描绘空间图画。并达到相当逼

真的程度，其描绘却须臾离不开时间：只要对地点或

场景做出或多或少的具体描绘．叙述时间就会延续，

被叙述时间就会停顿，叙述速度就会延缓。而打断故

事时间．以放慢叙述速度为代价将某些静止的描述或

说明成分引进文本，与《圣经》叙事作品之强劲有力的

风格绝不相容。《圣经》叙事者致力于给人以紧迫的

时间感，追求故事时间的急速流动。以致尽量避免叙

述过程中的停顿．包括避免通常在停顿状态下进行的

空间描写。空间基本上是静止不变的。它在变化不定

的情节中大致属于异质因素：展示情节的波澜起伏主

要是时间的功能。《圣经》作者既然追求迅捷的叙事

风格．所有在停顿状态中才能实现的描述或说明就必

须压缩到最小篇幅．这使读者不仅很少看到景物描

写，也很少看到对人物外貌、服饰、器具、用品的刻画。

．(二)相互关联的空间背景常能产生彼此对照的

审美效应

米克·巴尔注意到，不同的场景能构成相互对照

的关系。她说：

将场所加以分组是洞悉成分间关系的一种

方式。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照通常相互关联。内

部可以带有防护、外部则带有危险的意思。这些

意思并非恒定不变地与这样的对立关系联系在

一起。同样可能的是，内部表示严密的限制，外部

表示自由．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意思的结合。

或从其中一种到另一种的拓展。⑦

在阐释其论点时她举例道：“城市与乡村的对立

可具有不同的意义．有时作为藏污纳垢的罪恶之所对

立于田园诗般的净土．或作为具有魔术般致富的可能

对立于农夫的辛勤劳作。或作为权势之所对立于乡村

里的人们的无权无势。”哺加观察即可发现，《圣经》
中到处都有这类形态和寓意都相互对照的空间场景。

其中最常见的是天与地。

在(旧约》中，“天”是个拱形的巨大穹苍，覆盖在

地面上．有门可以打开降雨，也能降下冰雹、硫磺与火

等毁灭性力量。由于天界是神的居所，两个义人——

以诺和以利亚——才未经死亡便被接上天去；五甸节

时圣灵则从天而降．使门徒都能说出异国的语言。按

《圣经》所载，“地”的含义与“天”恰成对照，乃是贪婪、

邪恶、妄自尊大的人类家园。耶稣教诲门徒道：“不要为

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还有贼

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嘲观之，“天与地”

①《创世记>24：lO。(参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③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第257—258页。(多《马太福音>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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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的乃是“圣与俗”、“崇高与卑劣”的对立和冲突。

除了涉及自然条件的对立，马尔本(E．S．Malbon)

还注意到一种渗入了主体感受的空间对应，比如加利

利和耶路撒冷的对照：在《新约》成书时代加利利是基

督教诞生的摇篮，耶稣在那里召选门徒，传教布道，治

病救人．如鱼在水。悠游自得；耶路撒冷则是充满了敌

意和仇恨之城，耶稣在那里遭遇无情的迫害。最后被

钉上十字架。马尔本进而提出“熟悉空间”与“陌生空

间”的对照。认为犹太人对自己的家园比对陌生的外

邦之地更熟悉。基督徒对加利利比对冷酷的耶路撒冷

更亲近。在耶路撒冷地区他们对外围的伯大尼、橄榄

山和客西马尼园比对圣城和圣殿本身更亲切。①耶稣

向门徒预言未来的大灾难时“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而

坐”．(2碚示的便是上述两类空间的对立。

空间描写中既然存在着种种相互对立的范畴。就

必定引出有关“边界”的思考。弗雷尼(S．Frevne)和马

尔本都注意到边界在一组对立范畴中的沟通、接连和

过渡意义。@较之地面的其他处所，高山更接近于上帝

居住的天宇，故成为祷告的最佳场地，也是接受启示

的理想场合，耶稣便时常登山祷告．亦曾在山上改变

形象。聆听天父之言。④}仑及边界的过渡性质时米克·巴

尔说：“两个对立场所的界线可以起到一种特殊的作

用，就像在基督教神话中炼狱可以作为天堂与地狱的

中介⋯⋯一样。”呵见对立的场景并非截然对立，二
者的结合部位可能存在一种中介物，在对立面之间发

挥某种缓冲的功能。

(三)《圣经》的空间背景能与人物塑造相生互动

《圣经》的空间背景与其人物之间有一种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且以《出埃及记》为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叙

事塑造了三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大智大勇的

摩西、威严全能的上帝和顽梗狡诈的法老，其塑造都

离不开空间背景的烘托和反衬。摩西奉上帝之命以

“十大灾害”击打法老．这些灾害本是特意营造的空间

背景。对于凸显人物性格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

是在不断降灾的过程中，摩西、上帝和法老的个性都

得到充分展示。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也多次出现借助异常景

观刻画人物的著名片断，比如。“航船搁浅”一文‘淑述
了保罗乘船前往罗马途中的艰险历程。写得扣人心

弦。动人魂魄。研究者认为，这是西方古代海难纪实中

最出色的篇章之一，可以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

难叙述相媲美。‘哒种来自外部环境的磨难使保罗的
行程异常艰险。也使他的人格趋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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